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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给补贴
哥大学霸也来创业

张赛最近一直很忙。拥有
清华大学学士学位和哥伦比亚
大学硕士学位的他曾供职香港
一家上市公司。2012年，他辞职
回济南，和小伙伴一起创业，成
立了翼菲机器人公司。“济南市
政府给的扶持政策非常好，有
政府补助。”张赛告诉齐鲁晚报
记者，之所以瞄准机器人方向，
除了自小感兴趣，更是瞅准了
机器人替代工人的大趋势。

2012年，翼菲投入研发，用
两年时间，产品才最终成型。

“视觉识别系统、控制系统都是
我们自己研发的。”翼菲机器人
公司总裁助理孟妍告诉记者，
翼菲的并联机器人能做到实现
200次/分的分拣和包装，重复
定位精度可达0 . 1毫米，能有
效替代人工。

张赛透露，公司2014年获
得深圳佳士机器人600万元天
使融资，2015年又获得以色列
英飞尼迪基金、常春藤资本等
1800万元融资，足见资本市场
对机器人的追捧。目前，翼菲正
在积极发展家用机器人。孟妍
说，“家用机器人的消费市场不
同于工业机器人，是个非理性
市场，一旦引发爆点，销售收入

将非常可观，不过，工业机器人
肯定是方向性的。”

据孟妍介绍，去年中国就
成了世界最大的工业机器人消
费国，占全球四分之一市场，“中
国工业机器人销售量以每年超
50%的幅度飞速增长，2014年的
销售量已达57000台。”尽管如
此，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远未饱
和，从全球机器人密度看，发达
国家每万名工人拥有机器人的
数量都在百台以上，而中国只有
30台，还不及世界平均值的一
半，市场潜力不可估量。

争抢机器人风口
多地投资以亿元计

市场前景看好，国家又有
规划，各地政府都往前靠，积极
抢占机器人风口。因煤而兴为
煤而困的邹城为走出发展困
境，瞄向了机器人产业。

邹城市招商局副局长李广
楠告诉齐鲁晚报记者，“2013年，
诺博泰机器人公司被引进到邹
城，市委市政府认为邹城煤矿机
械设备、装备公司较多，机械制
造有基础，具备发展机器人产业
的相关基础。”据李广楠介绍，邹
城大力推进机器人产业发展。

落地邹城三年，诺博泰销售
额连年上升，2015年是3000多万
元，今年预计有7000多万元。“我
们预计未来销售额将在1亿元左
右。”董事长李正江信心满满。

诺博泰的进入带动了邹城

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李广楠告诉
记者，目前邹城已有5家机器人
企业。而为了推动机器人产业有
序发展，邹城成立了山东省智能
机器人应用技术研究院。研究院
作为技术服务平台，开展智能机
器人应用技术的研究、科技成果
转化、人才培养以及企业孵化。

为继续强化邹城机器人的
产业特色，邹城市还为机器人
企业提供宣传推广平台和商务
支持平台，甚至设立了1亿元的
天使投资基金。

在邹城大力发展机器人的
同时，省内的青岛、菏泽、德州、
烟台、日照等地都在打造机器
人产业基地。菏泽投资10亿元
建全国最大机器人生产基地。
青岛的机器人园区投资额则超
过126亿元，已入驻机器人企业
60多家，在全国数一数二。

机器人本体靠进口
关键技术受制国外

尽管高歌猛进，但多家受
访的机器人公司都表示，我省
机器人产业集群相比广东等地
仍有差距。有数据统计，截至
2015年12月底，国内机器人企
业有1026家，而山东省达到规
模的机器人生产商只有89家。

山东省智能机器人应用技
术研究院副院长于洪金告诉记
者，“山东机器人产业在全国范
围处于中等，但没有特别大的
集成商。”与此同时，国内机器

人行业面临的问题山东企业也
存在。“我们主要做集成系统，
国内做机器人本体的就新松等
少数几家，但核心技术还是国
外的。”于洪金说，“提高机器人
应用水平，然后向本体研究发
展，还需大量人才、技术积累。”

山东大学机器人研究中心
主任李贻斌教授介绍，缺乏核
心产品和核心技术是制约中国
机器人发展的桎梏。目前省内
机器人企业几乎都使用的是机
器人四大家族瑞士ABB、德国
库卡、日本发那科、日本安川的
本体，国外机器人企业则不在
中国做集成系统，因为国内所
需机器人比较复杂，成本太高。

实际上，我省的一些机器
人企业已经不满足于只做集成
系统。据记者了解，聊城一家企业
在从事机器人本体研究，但产品
还未开发出来。而市面上已有的
沈阳、上海等地生产的机器人
本体，可靠性、连续工作时间等
都与国外产品有相当差距。

人才紧缺
仿制大行其道

李正江告诉齐鲁晚报记
者，目前中国还处于工业智能
化的初期发展阶段，但全国各
地众多机器人企业上马，机器
人行业在盲目扩大，趋于恶性
的价格竞争。“这种环境下，我
们只有集中精力进行机器人控
制技术的二次开发，让我们的

机器人更智能、更聪明、自动化
水平更高，这是我们的优势。”

蜂拥而上的另一个恶果也
在显现。“我们有顶尖的研发团
队，开发的产品很受欢迎，但每
一款新产品出来，就会迅速被
仿制。”对此，李正江无奈地说，

“我们的一款全自动铝模板生
产线，前期开发花了几百万，第
一个客户买走后，很快就出现
了仿制品，仿制不需要前期研
发投入，价格比我们低，我们的
产品也就失去了部分竞争力。”

由于“仿制”横行，专注于
机器人研发的企业苦不堪言。
目前，国内应用较广的普通焊
接机器人、AGV机器人，价格
约为20万左右，但市场上也不
乏10万元左右的机器人，其中
不少资质不全。为此，李正江
说，企业只好在研发时，想办法
增加仿制难度，但这反过来给
研发带来了更高要求，而目前
最缺的就是研发人才。

“我们研发员工有70多人，
都是自己培养出来的。”李正江
说，靠招济宁学院的大四学生来
实习，将表现最好的留下来，这
远远不够，“我们还在和河北、枣
庄、济南等地的高校合作。”

终端市场，人才同样匮乏。
“随着大量企业选择机器人，能
熟悉操作机器人、做系统集成研
发的技术人才却很少。”李正江
说，国内机器人人才培训方面还
是空白，公司正和高校合作，培
养更多机器人应用方面人才。

各地大力扶持机器人产业，但规模企业仍偏少

人人才才技技术术跟跟不不上上，，别别成成下下个个泡泡沫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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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换人调查

作为制造业升级的重要抓
手之一，各地争相布局机器人
产业。有媒体统计，全国共有接
近40个城市将机器人产业作为
当地的重点发展方向，我省多
个市专门针对机器人发展做出
产业规划。

这也带来一个问题：机器
人产业是否会如光伏产业般出
现无序竞争，最终导致高端产
业低端化？我省的机器人研发
到底进展到什么层次了？

诺博泰机器人公司生产的

机器人被大量运用在制造业企业。

本报记者 刘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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